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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品牌经济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探讨 

——基于常州品牌经济发展的视角 

包忠明 袁淑清 

品牌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形式，也是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高级发展形

态。区域品牌经济反映了该区域经济发展的软实力，体现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文明水平。常州地处苏南、位于长三角

核心区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环境，为常州品牌经济发展提供了先天的条件。常州品牌经济经过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在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常州品牌经济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但也面临着比较激烈的国内与国际竞争的挑战。因此，常州应强化品牌经济的发展，使品牌经济成为带动区域经济

增长的新动能。 

一、常州品牌经济的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前，常州在工商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就涌现了一系列老字号，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年来，常州知名企业和知名品

牌不断发展壮大，在带动常州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常州老字号品牌的辉煌 

常州是中国近现代工业发祥地之一，也是商业经济发达地区，品牌经济随着近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经济的繁荣而萌芽和

成长，形成了“丰登”“双桂坊”“老天泰”“康王”“迎桂”“马复兴”等一大批知名品牌。新中国成立后，常州又增添了

“开一天”“银丝面”“玉蝶”“蔡天赐”等新品牌。同时，常州的纺织、机械等行业全国闻名，工业经济进入全盛时期。到

上世纪70年代末，常州在全国69个同类城市中，人均产值第一，财政收入第一。这一时期，常州形成了“月夜”“黑牡丹”“天

马”“常柴”“星球”等畅销一时的热门品牌，常州先后有“S195”柴油机、“东风”牌手扶拖拉机、“荷花”牌灯芯绒、“六

鹤”牌棉纱、“水月”牌卡其布等产品获得国家金奖，另有44只产品获得银奖，常州品牌经济进入辉煌时期，品牌经济成为带

动常州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 

（二）常州品牌经济的调整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民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竞争越发激烈，市场消费品新品牌层出不穷，消

费者的消费需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常州一部分老字号品牌仍然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进行企业经营和管理，企业经营管理

僵化、经营方式落后，品牌影响力逐渐下降，常州品牌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期。 

在这期间，面对市场经济转型发展和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常州也有一部分老字号品牌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适时

改革和调整，创新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不仅使老字号品牌得到了保留，而且使老字号品牌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具有代表性的主

要有“常柴”“黑牡丹”“东风”等品牌，“瑞和泰”“义隆素菜馆”“常州糕团店”等一批老字号品牌也得到了保护发展。 

（三）常州品牌经济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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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常州通过实施品牌发展战略，集中力量培育了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知名品牌。2002年在常州市政府推动和

工商部门培育指导下，对“马复兴”“瑞和泰”“银丝面”等老字号品牌进行了商标抢救性注册和复兴。2010年常州市政府出

台了《关于大力实施商标战略推进创新型区域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十二五”期间全市商标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

点任务和保障措施。2011年起，常州市委、市政府将商标品牌战略工程纳入全市重点工程项目，确立年度商标品牌发展考核任

务。2014年，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大力实施商标战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明确了2015年到2020年商标发展各项长期、

短期目标任务，并建立了自主品牌培育考核体系，加强各项目标任务督查考核。 

品牌战略的实施，促进了常州品牌企业的成长壮大，推动了常州品牌经济水平的提升，带动了常州区域经济的增长。据《常

州统计年鉴》的数据，常州目前共有中国驰名产品105件，绝大多数是新世纪以来新增的驰名产品，共计新增102件；近三年新

增江苏名牌产品217个，目前全市江苏名牌产品总数已达358个。常州自主品牌的发展使区域品牌经济不断壮大，自主品牌企业

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已经超过20%，位居全省前列。 

二、常州品牌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随着常州经济增长进入新旧动能的转换阶段，品牌经济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其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愈加

凸显，而品牌经济发展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更加突出。虽然近年来常州品牌经济发展成效显著，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数量逐年

增加，品牌知名度和品牌竞争力得到了明显提升，但是，常州品牌经济还存在着一些具体问题，譬如地方名牌产品比例偏大、

新兴产业名牌产品比例偏小和区域内部各区市（县）品牌分布不平衡等。同时，还存在以下挑战： 

（一）面临毗邻区域竞争的挑战 

江苏省内各个地级市的品牌竞争态势十分明显，苏南的品牌竞争愈加激烈，苏中、苏北的品牌经济也已加入竞争行列。江

苏省近年发布了《江苏省区域商标品牌发展指数报告》，利用品牌政策支持、品牌发展实效、品牌保护力度、社会协同效应以

及品牌发展潜力等5个一级指标和30个二级指标，对江苏省商标品牌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综合全面的评价。常州品牌综合指数排位

靠前，但有些单项指标排位尚不理想。 

商标品牌发展综合指数常州落后于苏州、南京和无锡，全省排第4位。单项指标中“品牌发展实效”指标位列全省第3位，

排在苏州和无锡之后；“品牌政策支持”指标位列全省第4位，落后于扬州、南京和泰州；“社会协同效应”指标位列全省第5

位，落后于苏州、南京、扬州和无锡；“品牌保护力度”和“品牌发展潜力”指标分别位列全省第7位和第10位，排位比较靠后。

由此可见，常州面临着江苏省内区域之间品牌竞争的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来自苏南毗邻区域，如苏州、无锡等；另一方面来

自苏中地区，如南通、扬州、泰州等。 

（二）面临国内品牌竞争与品牌国际化的挑战 

常州所处的长三角区域，区域内不仅有上海、杭州、南京等发达城市，而且有与常州同属地级市的苏州、无锡、宁波等经

济发达城市。同属经济发达地区的珠三角区域品牌经济，不仅基础良好，而且发展势头迅猛，该区域的佛山、东莞、珠海等与

常州同属地级城市，品牌经济发展都已具备一定的实力，对常州品牌经济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挑战。此外，经济同样发达的

环渤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经济发达区域，品牌经济发展也具备一定竞争力，与常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在《2018

中国城市品牌排名（地级市）》中，常州位列第11位，不仅落后于同为长三角区域的苏州、无锡、绍兴、嘉兴，而且落后于珠

三角区域的佛山、东莞、珠海，以及福建的泉州和山东的烟台。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品牌国际化带来了新的更广阔空间。“一带一路”涵盖了亚欧非60多个国家和地区，沿线八

大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为中国企业品牌“走出去”实现品牌国际化提供了“新市场”，将促使中国企业品牌在广大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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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兴市场中成为国际品牌。对于常州来说，“一带一路”倡议为常州产业转型和升级、品牌国际化和品牌经济发展提供了难

得的新机遇；通过品牌国际化发展品牌经济，为常州品牌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一方面，常州实施品牌国际化，需要

政府从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高度，使品牌国际化与之相融合与衔接，凝聚政府和企业的发展合力，协同推进常州品牌

走出国门，迎接品牌国际化，参与品牌国际化；另一方面，常州品牌经济正处于品牌资本积累的关键时期，整体发展实力与品

牌国际化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常州一部分企业虽然长期实行品牌经营，但品牌的成熟度还不具备品牌国际化的标准，品牌

知名度正处于向品牌人性化转变进程中；另一部分企业尚无知名品牌，或知名度较低、处于品牌成长阶段及成熟期内，需要完

成品牌知名度向品牌特征化的转变。为此，常州企业实行品牌国际化需要培养和引进品牌国际化人才，从企业管理模式、管理

团队、战略规划等方面进行整合，逐步克服品牌发展中过度依赖国际品牌代理、品牌国际化程度低的弊端。 

三、常州实施品牌经济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原则 

常州要围绕促进“常州制造”向“常州智造”转变这一目标，积极推进产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从价格竞争向技术竞

争、从成本竞争向品牌竞争的转变，着力实施品牌经济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战略，全面落实品牌经济助推经济增长转型升级重要

举措，使品牌经济在带动常州经济增长中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一）贯彻科技自主创新的原则 

科技自主创新是品牌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品牌经济的发展会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常州要围绕品牌经济的发展，整合

技术、人才和资金等相关要素，聚力科技自主创新，持续创建常州自主品牌，不断催生新品牌。要明确政府科技自主创新的重

点领域，发挥政府科技自主创新的政策导向作用，采取行之有效的科技自主创新品牌培育措施，建立健全科技自主创新的政策

支持机制。要充分利用常州产业和企业创新优势，发挥企业科技自主创新的主体作用，协调推进财政税收、金融信贷等科技自

主创新政策措施，做好企业科技自主创新服务保障工作。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采取多元化人才培养、

引进和激励政策，加强自主创新人才的队伍建设，不断创新科技人才服务方式，构建让他们施展才华的管理平台，营造良好的

科技创新氛围。 

（二）明确品牌经济发展方向的原则 

常州品牌经济的发展，可以确定为培育企业品牌、扩大常州品牌和打造国际品牌三个方向。培育企业品牌，要围绕产业发

展战略的要求进行规划，按照工业品牌、农业品牌和服务品牌进行分类培育。工业品牌的培育，要坚持发挥品牌经济的优势，

既要培育高附加值产品品牌，又要注重培育低污染和低能耗产品品牌；农业品牌的培育要注重提升常州地理标志品牌，围绕常

州区位优势培育具有特色的农产品品牌；服务品牌的培育要强化服务企业品牌知名度，围绕常州十大重点服务产业，积极培育

现代服务龙头企业品牌。扩大常州品牌要发挥“常州智造”和“常州服务”两种“区域名片”的效应，提升常州区域特色经济

与产业聚集品牌的竞争力，整体打造常州品牌，有计划地扩大常州品牌和品牌经济的影响力。打造国际品牌，要借助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发展方略，采取自主创建、跨国收购与兼并等方式，提升常州自主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努力创建具有能够

“走出去”的常州国际品牌。 

（三）营造品牌经济增长氛围的原则 

营造品牌经济增长氛围，是促进品牌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也是保障品牌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常州要全面落实传

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倍增和服务业提速计划，指导企业完善品牌战略规划，全面营造品牌经济增长的良好氛围。要通过建立

品牌经济专业机构、品牌经济信息平台、品牌经济协同机制等，加强品牌经济增长的规划与协调，营造发展品牌经济的良好氛

围。要健全品牌经济服务体系，协调品牌经济金融服务，拓宽融资渠道，开展服务培训，构建多方联动和参与的品牌经济发展

氛围。要充分利用现代大众媒体的传播与导向作用，持续推进常州品牌的推介和宣传，引导企业拓展品牌市场，树立常州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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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形象，扩大市场影响力。 

（四）提升品牌经济竞争力的原则 

品牌经济的竞争力决定着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提升品牌经济竞争力需要强化品牌的培育管理。常州要不断完善品牌培育机

制，围绕产业发展战略构建常州品牌管理制度，为提升品牌经济竞争力提供保障。要持续推进常州老品牌复兴计划，通过设立

政府专项基金等措施，提升常州老品牌的竞争力。要强化政府服务品牌经济发展的能力，服务企业技术创新和创建品牌，支持

企业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要推动品牌产权市场运作，建立健全品牌产品管理制度，规范品牌市场行为。要提高品牌保护意识，

完善品牌保护工作机制，为提升品牌经济竞争力保驾护航。 

（五）实施“互联网+品牌经济”的原则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与普及，不仅催生了许多新兴产业，为传统产业注入了新的竞争活力，而且为品牌和品牌经济提供了极

佳的发展机遇。通过建立生产与销售相结合、品牌创建与营销相结合的信息化管理体系，实施“互联网+品牌经济”策略，促进

品牌和品牌经济健康增长。为此，通过采取“互联网+品牌经济”策略，强化品牌经济信息化建设，将成为促进常州品牌经济突

破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了实施“互联网+品牌经济”策略，常州要健全促进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政策法规，强化企业品牌信息化建

设；要完善常州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规划，构建常州品牌经济增长的信息化平台；要持续推进“常州智造”和“常州服务”两

大品牌，系统开展品牌的互联网宣传和营销。 

本文系常州市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常州实施品牌经济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研究”（CZSKL2017C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